
国
知识脉络，更加清晰地认识双曲线的光学性质在床头

灯中应用的具体原理．通过相似问题，让学生进一步

巩固双曲线的相关知识，感受“双曲线的光学性质”
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开拓学生的数学视野．
２　 对“阅读材料” 的思考

２．１　 对案例的总结与反思

依托教材中“阅读材料” 并结合生活现象创设情

境，由此引入课题和提出相关的探究问题，接着利用

折纸活动和几何画板验证双曲线的光学性质，帮助学

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进而发展学生直观想象的核心

素养；再用数学方法证明性质，让学生经历完整的数

学论证过程，发展学生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的核心素

养；最后让学生理解双曲线的光学性质在某些装置中

的应用原理，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２．２　 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阅读材料” 蕴含了丰富的数学思想方法，如“探

究函数 ｙ ＝ ｘ ＋ １
ｘ

的图象与性质” 中介绍了如何根据

函数解析式研究函数图象以及根据函数图象探究函

数的相关性质，其中渗透了数形结合的思想；“集合中

元素的个数” 中介绍了根据具体实例的计算思路进而

推导出任意两个有限集合的并集中元素个数的计算

公式，体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思想．教师应当深入剖

析“阅读材料” 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并合理运用其进

行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能力．
２．３　 培养数学应用意识

教材中“阅读材料” 的内容与社会生活、科技生

产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从

数学的角度观察生活，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体验数

学的应用价值，促使学生形成数学应用意识．如“统计

学在军事中的应用” 让学生了解到利用样本估计总体

能推断出在二战时期德军每月生产的坦克数目；“圆
锥曲线的光学性质及其应用” 还介绍了手电筒发光和

电影放映机的工作原理，感悟生活处处皆数学．
２．４　 培养探究问题能力

“阅读材料” 设置了“信息技术应用” 专题，其目

的是希望教师尝试利用网络资源开展基于信息技术

的教学．在运用数学软件探究问题的过程中，学生经

历发现问题、提出猜想、独立验证等过程，能培养学生

探究问题的能力．如“概率分布图及概率计算”“探究

指数函数的性质”“利用信息技术制作三角函数表”
等，都是可以借助信息技术进行探究性学习的素材．

教材中“阅读材料” 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功能，教师

应当主动挖掘这些资源，进行再创造、再组织，应用到课

堂教学中，让学生在此过程中感受数学的魅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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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优化概念教学
———以“事件的独立性”为例

上海市嘉定区封浜高级中学　 　 ２０１８０３　 　 徐利花

　 　 【摘　 要】 　 针对高中数学概念的抽象性，教师通过深度教学，促使学生深刻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牢固掌握

概念，灵活运用概念，指引学生从“浅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 ．以沪教版新教材“事件的独立性”为例，阐述基于深

度学习如何优化数学概念教学．
【关键词】 　 深度学习；概念教学；事件的独立性

１　 深度学习对高中数学概念教学的意义

数学概念是人脑对现实对象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

式的本质特征的一种反应形式，是数学知识的“细胞” ．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 明确

提出：通过高中数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能获得进一步学

习以及未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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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简称“四基”）；提高从数学角度

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简称

“四能”） ［１］ ．章建跃指出：数学教学的本质是概念教学，
让学生养成从基本概念出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习

惯；加强概念的联系性，使学生学会从概念的联系中寻

找解题方法［２］ ． 因此概念教学是学生落实“四基”，提高

“四能” 的基础，是提升数学思想、发展数学思维、落实核

心素养的基石．
“深度学习” 是指“学习者能动地参与教学的总

称”，即通过学习者能动地学习，培育囊括了认知性、伦
理性、社会性能力，以及教养、知识、体验在内的通用能

力［３］ ．针对高中大部分数学概念的抽象性，教师通过深度

教学，促使学生深刻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牢固掌握

概念，灵活运用概念，进而学生的学习从“浅层学习” 走

向“深度学习” ．通过教师深度教学，学生深度参与课堂

活动，使学生将既有知识与经验链接起来．关注逻辑与推

理，发展批判性思维，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促进核心

素养的落实．
基于高中数学概念的抽象性，教师需要深度研究课

标、教材与学情，创设合适的情境，启发学生思考，引导

学生把握概念的本质．以下是笔者整理的概念教学设计

的一般流程图（见图 １），可以为一线教师的实践探索提

供有价值的、可参考借鉴的范式．

图 １　 概念教学设计的一般流程图

２　 借助情景教学促进数学概念的深度学习

在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教学实践，以沪教版新教材中

“事件的独立性” 为例，阐述如何借助情景优化概念教

学，促进深度学习．
２．１　 教材及学情分析

本节课是沪教版新教材必修三“概率初步” 中“随机

事件的独立性” 的第二课时，主要内容是事件的独立性．
本章是概率的初步，借助实际情景，让学生深刻理解如何

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用数学

的思维思考世界．本节课在学生掌握了随机现象与样本

空间、古典概率、频率与概率的基础上，经历用集合语言

表示事件的过程，进一步研究事件的独立性，将直觉与理

论紧密结合，逐步理解概率的思想，重视对概率空间的认

识，重视数学模型的建立．依据学生的认知特点，遵循从

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认知规律，借助古典概型定

义下的概率，得到相互独立的两个事件的概率与交事件

概率间的关系，并为后面条件概率和二项分布的学习奠

定基础．
本节课的授课对象是高二美术班学生，他们大部分

学习积极努力、态度端正、想象力丰富，但是数学基础比

较薄弱，思维方式较固定，对概率的学习有畏惧感，这些

都可能对本节课的教学产生影响．

２．２　 教学目标

（１） 理解事件独立的定义，并能运用两个事件相互

独立的充要条件判断两个事件是否独立；
（２） 掌握随机事件独立的性质，会利用事件的独立

性解决较复杂的概率问题，感受事件的独立性在实际生

活中的应用；
（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渗透分类思想、转化与划归

思想，培养学生观察、类比、归纳的能力，提升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

象、数学运算素养．
２．３　 教学过程

２．３．１　 情景建模 复习旧知

问题 １　 抛掷甲、乙两枚质地均匀的硬币，用 Ａ，Ｂ分

别表示事件“甲正面朝上” 与“乙正面朝上”，试判断：１．
事件 Ａ 与 Ｂ 独立吗？ ２．试求甲乙都是正面朝上的概率．

师：我准备了两枚硬币，现在请同学甲、乙分别抛掷

这两枚硬币，感受事件 Ａ 与 Ｂ 独立吗？
生 １：通过两位同学的演示，可直观感知事件 Ａ 与 Ｂ

独立．
生 ２：从概率的角度来看，通过两个事件独立的定义

去判断，若Ｐ（Ａ∩Ｂ） ＝ Ｐ（Ａ）Ｐ（Ｂ），则事件 Ａ与Ｂ相互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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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立．Ｐ（Ａ） ＝ １

２
，Ｐ（Ｂ） ＝ １

２
，而 Ｐ（Ａ∩ Ｂ） ＝ １

４
，所以事件 Ａ

与 Ｂ 相互独立．
师：大家能否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所学的独立随机

事件的定义？
生 ３：两个事件 Ａ与Ｂ相互独立是指它们同时发生的

概率等于它们各自发生概率的乘积， 即 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 ．

师：判断两个事件独立的充要条件是什么？
生 ４： 事件 Ａ 与 Ｂ（ 相互） 独立 ⇔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 ．
师：回忆如果事件 Ａ与 Ｂ独立，则事件 Ａ与 Ｂ什么关

系？ 事件 Ａ 与 Ｂ 呢？ 事件 Ａ 与 Ｂ 呢？
生 ５：如果事件 Ａ 与 Ｂ 相互独立，则事件 Ａ 与 Ｂ 相互

独立；同理可知事件 Ａ与 Ｂ相互独立，事件 Ａ与 Ｂ相互也

独立．
问题 ２　 如果 Ａ，Ｂ 是独立事件，Ａ，Ｂ 分别是 Ａ，Ｂ 的

对立事件，那么以下等式不一定成立的是（　 　 ） ．
Ａ．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
Ｂ．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
Ｃ．Ｐ（Ａ ∪ Ｂ） ＝ Ｐ（Ａ） ＋ Ｐ（Ｂ）
Ｄ．Ｐ（Ａ ∩ Ｂ） ＝ ［１ － Ｐ（Ａ）］［１ － Ｐ（Ｂ）］
生 ６：如果事件 Ａ与 Ｂ独立，则事件Ａ与 Ｂ独立；事件

Ａ 与 Ｂ 独立，事件 Ａ 与 Ｂ 也独立，利用两个事件独立的充

要条件即可判断选项 Ａ，Ｂ，Ｄ 正确，而选项 Ｃ 是两个事件

互斥的性质．
设计意图 　 通过熟悉的独立随机事件，直观感知事

件 Ａ与 Ｂ是独立的，而需要严谨的判断，必须通过事件独

立的定义，将现实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教师引导，学生

复习回忆上节课所学的知识，并通过问题 １、２ 让学生加

深理解两个事件独立的充要条件、对立事件的性质、互斥

事件的性质、事件独立性的性质．渗透类比思想，提升逻

辑推理、数学建模素养．
２．３．２　 概念辨析 深度研究

例 １　 判断下列事件 Ａ 与 Ｂ 是否相互独立？
（１） 从一副去掉大小王的 ５２ 张扑克牌中随机抽取

一张牌，用 Ａ，Ｂ 分别表示事件“取得的牌面数是 １０” 与

“取得的牌的花色是红桃”；
生 ７：该题无法直观感知两个事件是否相互独立，只

能严格依据事件独立性的充要条件去判断．Ｐ（Ａ） ＝ ４
５２

＝

１
１３

，Ｐ（Ｂ） ＝ １３
５２

＝ １
４
，而 Ｐ（Ａ ∩ Ｂ） ＝ １

５２
，所以 Ａ，Ｂ 相互

独立．
（２） 掷一颗骰子，用 Ａ，Ｂ 分别表示事件“结果是偶

数”“结果是奇数”；
生 ８：事件 Ａ与 Ｂ不可能同时发生，Ｐ（Ａ∩ Ｂ） ＝ ０，而

Ｐ（Ａ） ＝ １
２
，Ｐ（Ｂ） ＝ １

２
，因此 Ｐ（Ａ∩ Ｂ） ≠ Ｐ（Ａ）Ｐ（Ｂ），所

以 Ａ 与 Ｂ 不独立．
问题 ３　 Ｐ（Ａ∩ Ｂ） ＝ ０，事件 Ａ与 Ｂ是什么关系？ 互

斥事件与对立事件一样吗？ 互斥事件与独立事件一样

吗？
生 ９：Ｐ（Ａ ∩ Ｂ） ＝ ０，所以事件 Ａ 与 Ｂ 是互斥的．该问

题中的事件 Ａ 与 Ｂ 不仅是互斥事件还是对立事件．互斥

事件与对立事件、互斥事件与独立事件是完全不同的

概念．
问题 ４　 互斥事件与独立事件在哪些方面不同？
生 １０：从定义来看：互斥事件是两个不可能同时发

生的事件，而独立事件是指事件 Ａ 是否发生不受事件 Ｂ
的影响；从性质来看：事件 Ａ 与 Ｂ 互斥，则Ｐ（Ａ ∪ Ｂ） ＝
Ｐ（Ａ） ＋ Ｐ（Ｂ），事件 Ａ 与 Ｂ 相互独立，则 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 ．

（３） 掷一颗骰子，事件 Ａ 表示“结果是 ２”，事件 Ｂ 表

示“结果是有理数”；

生 １１：Ｐ（Ａ） ＝ １
６
，Ｐ（Ｂ） ＝ １，Ｐ（Ａ ∩ Ｂ） ＝ １

６
， 则

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所以 Ａ，Ｂ 相互独立．
问题 ５　 Ｐ（Ｂ） ＝ １，事件 Ｂ 是什么事件？
众生：事件 Ｂ 为必然事件．
（４） 掷一颗骰子，事件 Ａ 表示“结果是奇数”，事件 Ｂ

表示“结果是虚数” ．

生 １２：Ｐ（Ａ） ＝ １
２
，Ｐ（Ｂ） ＝ ０，Ｐ（Ａ ∩ Ｂ） ＝ ０， 则

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所以 Ａ，Ｂ 相互独立．
问题 ６　 Ｐ（Ｂ） ＝ ０，事件 Ｂ 是什么事件？
众生：事件 Ｂ 为不可能事件．
问题 ７　 依据上面的两题，能否猜想出必然事件和

不可能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关系？
生 １３：必然事件Ω和不可能事件⌀与任何事件都是

相互独立的．设事件 Ａ为任意事件，因为Ω∩ Ａ ＝ Ａ，Ｐ（Ω）
＝ １，所以 Ｐ（Ω ∩ Ａ） ＝ Ｐ（Ａ） ＝ １·Ｐ（Ａ） ＝ Ｐ（Ω）Ｐ（Ａ），即
事件 Ａ与 Ω独立，同理可知不可能事件 ⌀ 与任何事件也

独立．
问题 ８　 你能举出生活中有关事件相互独立的例

子吗？
众生讨论，选代表回答．
代表 １：学生甲与学生乙能否考上大学相互独立；考

生的英语成绩与数学成绩相互独立；学生甲与乙是否迟

到相互独立等．
设计意图 　 借助生活中的例子，加强概率与实际生

活的联系，以科学的态度评价现实中的事件是否相互独

立，设计一连串层层递进的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

参与度．问题 ８ 让学生举出生活中独立性的例子，体会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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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的意义，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增加学生间

的交流合作，感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真正参与到

课堂中．
２．３．３　 概念深化 类比推广

问题 ９　 甲、乙两名同学同时做同一个实验，甲成功

的概率为 ０．８，乙成功的概率为 ０．９，甲和乙之间互不影

响，求两人都成功的概率．
问题 １０　 甲、乙、丙三名同学同时做同一个实验，甲

成功的概率为 ０．８，乙成功的概率为 ０．９，丙成功的概率为

０．７，甲、乙、丙之间互不影响． 请尝试猜想三人都成功的

概率．
生 １４：猜想甲、乙、丙三人都成功的概率是０．５０４．
探究 １：两个事件 Ａ 与 Ｂ 相互独立，则 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 如果三个事件 Ａ，Ｂ，Ｃ 相互独立，Ｐ（Ａ），
Ｐ（Ｂ），Ｐ（Ｃ） 与 Ｐ（Ａ ∩ Ｂ ∩ Ｃ） 是否有关系？ 如果三个

事件 Ａ，Ｂ，Ｃ 两两独立，Ｐ（Ａ），Ｐ（Ｂ），Ｐ（Ｃ） 与 Ｐ（Ａ ∩
Ｂ ∩ Ｃ） 是否有关系？

生 １５：类比事件 Ａ 与 Ｂ 相互独立 ⇔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可知如果三个事件 Ａ，Ｂ，Ｃ相互独立，Ｐ（Ａ∩
Ｂ） ＝ Ｐ（Ａ）Ｐ（Ｂ），Ｐ（Ａ ∩ Ｃ） ＝ Ｐ（Ａ）Ｐ（Ｃ），Ｐ（Ｂ ∩ Ｃ） ＝
Ｐ（Ｂ）Ｐ（Ｃ），Ｐ（Ａ ∩ Ｂ ∩ Ｃ） ＝ Ｐ（Ａ）Ｐ（Ｂ）Ｐ（Ｃ） ．

生 １６：三个事件两两独立，不一定有 Ｐ（Ａ ∩ Ｂ ∩ Ｃ）
＝ Ｐ（Ａ）Ｐ（Ｂ）Ｐ（Ｃ） ．

师：两位同学回答的非常棒，设样本空间 Ω ＝ ｛１，２，
３，４｝ 含有等可能的样本点，Ａ ＝ ｛１，２｝，Ｂ ＝ ｛１，３｝，Ｃ ＝
｛１，４｝，我们容易得到 Ｐ（Ａ ∩ Ｂ） ＝ Ｐ（Ａ）Ｐ（Ｂ），Ｐ（Ａ ∩
Ｃ） ＝ Ｐ（Ａ）Ｐ（Ｃ），Ｐ（Ｂ∩Ｃ） ＝ Ｐ（Ｂ）Ｐ（Ｃ），但Ｐ（Ａ∩Ｂ∩
Ｃ） ≠ Ｐ（Ａ）Ｐ（Ｂ）Ｐ（Ｃ） ．

探究 ２：如果 ｎ 个事件 Ａ１，Ａ２…Ａｎ 相互独立，Ｐ（Ａ１），
Ｐ（Ａ２）…Ｐ（Ａｎ） 与 Ｐ（Ａ１ ∩ Ａ２… ∩ Ａｎ） 是否有关系？

生 １７：类比推广，如果 ｎ个事件 Ａ１，Ａ２，…，Ａｎ（ｎ≥３）
相互独立，那么这 ｎ 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等于每个事

件发 生 的 概 率 的 乘 积， 即 Ｐ（Ａ１ ∩ Ａ２… ∩ Ａｎ） ＝
Ｐ（Ａ１）Ｐ（Ａ２）…Ｐ（Ａｎ），且上式中任何一个或几个事件 Ａ ｉ

换成其对立事件Ａ ｉ 后等式仍然成立．
设计意图 　 借助熟悉的学习生活中的问题，让学生

更加直观感知独立性在现实中的应用．由两个事件的独

立性，大胆猜想三个事件相互独立，会有怎样的结论，更
进一步猜想，如果 ｎ 个事件相互独立，会有怎样的结论．
通过具体的例子让学生感知三个事件两两独立与三个事

件相互独立是完全不同的，鼓励学生大胆想象，积极主动

发言，培养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发展学

生的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同时渗透类比、特殊到一

般的思想，提升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素养．
２．３．４　 概念应用 明确外延

例 ２　 甲、乙两人的罚球投中率分别是 ｐ 与 ｑ，两人

各投篮一次，求：
（１） 都投中的概率；（２） 都没投中的概率；（３） 至少

一人投中的概率；（４） 至多一人投中的概率．
师：设事件 Ａ 为甲命中，事件 Ｂ 为乙命中，事件 Ｃ 为

都命中，事件 Ｄ 为都没命中，事件 Ｅ 为至少一人命中，事
件 Ｆ 为至多一人命中，则

生 １８：Ｐ（Ｃ） ＝ Ｐ（Ａ）Ｐ（Ｂ） ＝ ｐｑ，
Ｐ（Ｄ） ＝ Ｐ（Ａ）Ｐ（Ｂ） ＝ （１ － ｐ）（１ － ｑ）；

问题 １１　 事件 Ｅ 包括哪些样本点？ 事件 Ｆ 包括

哪些样本点？
生 １９：事件 Ｅ ＝ （Ａ ∩ Ｂ） ∪ （Ａ ∩ Ｂ） ∪ （Ａ ∩

Ｂ），事件 Ｆ ＝ （Ａ∩ Ｂ） ∪ （Ａ∩ Ｂ） ∪ （Ａ∩ Ｂ），而且

这些事件互斥，所以满足概率的加法公式．
生 ２０：Ｐ（Ｅ） ＝ Ｐ（Ａ∩ Ｂ） ＋ Ｐ（Ａ∩ Ｂ） ＋ Ｐ（Ａ∩

Ｂ） ＝ （１ － ｐ）ｑ ＋ ｐ（１ － ｑ） ＋ ｐｑ．
Ｐ（Ｆ） ＝ Ｐ（Ａ ∩ Ｂ） ＋ Ｐ（Ａ ∩ Ｂ） ＋ Ｐ（Ａ ∩ Ｂ） ＝

（１ － ｐ）ｑ ＋ ｐ（１ － ｑ） ＋ （１ － ｐ）（１ － ｑ） ．
师：还有其他的解法吗？ 大家有不同的做法可

以通过投影展示出来．
生 ２１（展示）：正难则反，所以可以用事件 Ｅ，Ｆ

的对立事件去求解，Ｅ ＝ Ａ ∩ Ｂ，Ｆ ＝ Ａ ∩ Ｂ．
Ｐ（Ｅ） ＝ １ － Ｐ（Ａ ∩ Ｂ） ＝ １ － Ｐ（Ａ）Ｐ（Ｂ） ＝

１ － （１ － Ｐ）（１ － ｑ）；
Ｐ（Ｆ） ＝ １ － Ｐ（Ａ∩Ｂ） ＝ １ － Ｐ（Ａ）Ｐ（Ｂ） ＝ １ － ｐｑ．
生 ２２（展示）：老师，我还有一种解法，因为“至

少一人投中”，所以Ｅ ＝ Ａ∪Ｂ，“Ａ，Ｂ两个事件至少有

一个发生” 的否定是“Ａ 与 Ｂ 都没发生”，即Ａ ∪ Ｂ ＝
Ａ ∩ Ｂ．

Ｐ（Ｅ） ＝ Ｐ（Ａ∪ Ｂ） ＝ １ － Ｐ （Ａ ∪ Ｂ） ＝ １ － Ｐ（Ａ∩

Ｂ） ＝ １ － （１ － Ｐ）（１ － ｑ） ．
师：这位同学的想法非常好，本章通过集合的观

点定义了随机事件，将事件与集合相对应，借助已有

的集合知识和语言，有利于同学们对概率的理解和

掌握．在集合学习时，我们介绍过摩根定律，即Ａ ∪ Ｂ

＝ Ａ ∩ Ｂ，Ａ ∩ Ｂ ＝ Ａ ∪ Ｂ，这个定律同样适用于概率

论的学习．因为事件的关系就是样本空间相应子集

的关系，事件的运算就是相应子集的运算，两者是相

互对应的．
例 ３　 Ａ，Ｂ 两人下棋，每局两人获胜的可能性一

样．某一天两人要进行一场三局两胜的比赛，最终胜

者获得 １００ 元奖金．第一局比赛 Ａ 胜，后因为有其它

要事而终止比赛．试问：怎么分 １００ 元奖金才公平？
师：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分配奖金比较公平？ 历

史上许多的数学家都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费马、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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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一匿
概念辨析

深度研究

概念深化

类比推广

课堂练习

检测概念

斯卡等，并由此开启了概率论的研究．
代表 ２：直观感觉应该按四六分，因为感觉三七

分不公平．
代表 ３：按最终获胜的可能性大小比例分配．
师：我们从概率的角度研究怎么分奖金公平？

看哪位代表回答的正确．
代表 ４：将每次比赛 Ａ获胜记作事件 Ａ，Ｂ获胜记

作事件 Ｂ，假设比赛可以继续进行，该试验的样本空

间通过枚举法列出：Ω ＝ ｛ＡＡＡ，ＡＡＢ，ＡＢＡ，ＡＢＢ｝，按
照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公式可知，Ａ最终获胜的概率

为
３
４
，Ｂ 最终获胜的概率为

１
４
，因此 Ａ，Ｂ 两人应该按

３ ∶ １ 来分．
代表 ５：在实际比赛中，如果 Ａ 再赢一局，比赛结

束．如果第二局 Ａ输，再比第三局，这就不是古典概率

模型，但由于比赛各局的胜负之间是独立的，所以可

以借助事件的独立性解决．设 Ａ 表示事件“Ａ 最终获

胜”，Ａ１ 表示事件“接下去第一局 Ａ 胜”；Ａ２ 表示事件

“接下去第二局 Ａ 胜”，Ａ ＝ Ａ１ ∪ Ａ１ ∩ Ａ２( ) ，所以

Ｐ（Ａ） ＝ Ｐ（Ａ１） ＋ Ｐ Ａ１ ∩ Ａ２( ) ＝ １
２

＋ １
２

× １
２

＝ ３
４
．

因此 Ａ，Ｂ 两人应该按 ３ ∶ １ 来分．
设计意图 　 通过综合性题目，巩固学生对事件

独立性概念的理解．例 ２ 中“至多至少问题”，需要学

生有分类意识，同时让学生深刻体会正难则反，利用

对立事件的计算公式求解，为求解较复杂概率问题

提供一个范例．例 ３ 解决本章第一节提出的两位法国

数学家对赌徒提出的分奖金问题的讨论，是概率论

的起源，渗透数学史的学习，学生通过自己的讨论，
总结不是古典概型问题如何借助事件的独立性去解

决．例题的学习渗透了分类的思想、转化与划归的思

想，提升学生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学运算等素养．
２．３．５　 课堂练习 检测概念

掷黑、白两颗骰子．
（１） 若用 Ａ，Ｂ 分别表示事件“两颗骰子的点数和

为 ７” 与“白色骰子的点数是 １”，验证 Ａ，Ｂ 是独立的；
（２） 若用 Ａ，Ｂ 分别表示事件“两颗骰子的点数

和为 ７” 与“两颗骰子中至少有一颗的点数是 １”，验
证 Ａ，Ｂ 不是独立的．

设计意图 　 考查在科学的情境下，学生能否正

确判断事件的独立性，及时检测数学概念的掌握情

况，提升学生的数学建模、数学运算等素养．
２．３．６　 深度小结 评价学习

本节课学到了哪些知识？ 用到了哪些数学思

想？ 提升了哪些数学素养？
生 ２３：知识：事件 Ａ与 Ｂ相互独立⇔Ｐ（Ａ∩ Ｂ） ＝

Ｐ（Ａ）Ｐ（Ｂ）；如果事件Ａ与Ｂ相互独立，则事件Ａ与Ｂ
相互独立，事件 Ａ 与 Ｂ 相互独立，事件 Ａ 与 Ｂ 也相互

独立．
思想方法：特殊到一般的思想、分类思想、转化

与划归思想等．
核心素养：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

运算等．
设计意图 　 学生独立总结有利于检测是否掌

握了本节的知识，是否理解本节课所用到的数学思

想方法，有利于对本节知识的整体理解，提升学生归

纳总结的能力，让学生在做中学．
３　 总结与反思

针对抽象的数学概念教学，教师设置基于学情

和教材的问题串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合作学习并深

入探究，让学生经历数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关注学生

思维的发展过程．让知识由静态转化成动态，由孤立

转化成系统，激活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深度记

忆，激发其深度学习的兴趣，最终提升学生的学科核

心素养． 通过实践与研究提炼出概念教学的范式（见
图 ２） ．

图 ２　 概念教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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